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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集束化护理在产前诊断双胎妊娠孕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研究对象70例为双胎妊娠孕妇，

入院后以电脑随机法分为对照组(n = 35)、观察组(n = 35)两组，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开展集束

化护理，对比护理结果，研究起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022年12月。结果：观察组的焦虑情绪(SAS)评
分和抑郁情绪(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总体幸福感(GWB)评分高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观察组孕妇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孕妇的不良

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双胎妊娠孕妇的产前诊断过程中

实施集束化护理，有利于缓解孕妇的负面情绪，提升孕妇的幸福感，从而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状况的发生，

收获孕妇的满意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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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luster nursing in prenatal diagnosis of twin preg-
nancy in pregnant women. Method: Seventy pregnant women with twin pregnancie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 = 35)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 = 35) by computer after 
admiss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luster nursing care. The nursing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De-
cember 2021 to December 202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xiety (SAS) and depression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overall 
well-being (GWB)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in-
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cluster nursing 
in the prenatal diagnosis process of twin pregnancy pregnant women is beneficial for alleviating 
negative emotions of pregnant women,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reducing the occur-
r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and gaining satisfaction and affirmation from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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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前诊断能够为具有遗传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提供一种可靠的检测手段，有助于她们在遇到异常胎

儿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双胎妊娠中，胎儿染色体异常的发生率要比单胎高得多[1]，而染色体病是一种由

于结构畸变而引发的遗传性疾病，它会导致胎儿发育异常、流产和各种遗传性综合征等一系列的严重后

果，从而导致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产前诊断可以发现胎儿染色体的异常，降低双胎妊娠中胎儿的畸形率，

但相对于单胎妊娠来说，其有创的操作难度更大。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羊膜腔穿刺方法，虽能有效防

止出生缺陷，但极易引起流产、感染等并发症，也会增加胎儿四肢畸形、流产的机率。有研究表明，羊

水穿刺的年龄与患者的焦虑程度成正比[2]，这会对手术能否成功进行和术后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

在进行羊水穿刺时，必须要配合适当的护理。本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集束化护理在产前诊断双胎妊娠孕

妇中的应用价值，具体情况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 70 例为双胎妊娠孕妇，入院后以电脑随机法分为对照组(n = 35)、观察组(n = 35)两组，对

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开展集束化护理，对比护理结果，研究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对照组孕妇年龄为 23~34 岁，平均年龄为(27.28 ± 4.16)岁；孕周为 16~24 周，平均孕周为(19.13 ± 3.21)
周，开展常规化护理；观察组孕妇年龄为 22~35 岁，平均年龄为(28.18 ± 4.35)岁；孕周为 17~21 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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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孕周为(18.43 ± 2.32)周。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纳入标准：年龄大于 18 周岁；确诊为双胎妊娠；符合产前诊断标准；孕妇及其丈夫或伴侣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无法正常沟通和互动的孕妇；病例资料不完善的孕妇；患有肝功能和肾功能不全疾病的

孕妇。丈夫或伴侣不能参与孕妇羊膜腔穿刺术的。 

2.2. 方法 

2.2.1. 对照组 
开展常规化护理，先办理入院，完善相关生化指标检查。产前诊断之前为孕妇进行超声检查，得出

双胎示意图，标记出两个胎儿的头臂长度、双顶径、胎方位、性别和羊水量等等，最后监测双胎的胎心

率，在示意图上的对应胎儿部位标记第一针和第二针。对于绒毛模性不明的检验结果可以按照单绒毛膜

妊娠处理。羊穿的过程中要关注两个胎儿的羊水颜色和性状。这个过程中需要给孕妇创造适宜的环境，

并且为孕妇们介绍穿刺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等等，对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进行处理，定时监测

孕妇的生命体征，使用超声检查的方式掌握双胎的胎盘位置。结束后要规范孕妇针口的护理，注意事项

及饮食指导。 

2.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集束化护理，第一，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专业操作技能的医师们和护理人

员组成集束化护理小组，开展统一化地培训教育，查阅新文献，学习先进技术，设计出针对性的集束化

护理方案。第二，正式开展护理工作；入院后，伴侣全程陪伴在孕妇身边，鼓励伴侣多与孕妇沟通，并

说一些积极鼓励的话。在羊水穿刺之前，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宣传手术的操作过程，告知孕妇先将膀胱

排空，伴侣陪同至手术室门口。审核孕妇的临床资料，护士协助孕妇仰卧位躺下，护理人员要与主治医

生核对治疗方案，准备手术器械，确认无误后由超声引导医生和手术操作医生一同开展超声检测，从而

精确地定位双胎位置，呈现双胎示意图。将胎盘的前后壁标记出来，双绒毛膜性质的胎儿还可以用不同

性别标识，如果一胎具有结构异常的问题也要做好标记。第三，穿刺结束后的护理，伴侣协同护士送孕

妇回病床休息，给予孕妇爱的拥抱。观察和监测孕妇穿刺点的变化情况，指导注意事项，监测胎心率，

让孕妇多注意休息，不要参与重体力劳动，预防胎膜早破等情况，如果孕妇出现了腹痛、腹胀、阴道出

血或发热等症状要及时报告给医生，强化孕妇的营养供给，宣教伴侣参与重要性，每隔一周，一月，六

月各随访一次，进行出院指导，保障胎儿的健康发育。 

2.3. 观察标准 

1) 使用 SAS 评分量表、SDS 评分量表和 GWB 评分量表评估两组孕妇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和总体

幸福感。 
2) 使用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估两组孕妇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情况，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和不满意等三项指标。 
3) 使用医院自制的观察表记录下两组孕妇出现的早产、产褥感染、剖宫产、胎儿宫内窘迫和巨大儿

等不良妊娠结局。 

2.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x s±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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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两组孕妇护理前后负面情绪及幸福感的对比 

两组孕妇护理前的负面情绪评分和幸福感评分基本无差别，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孕

妇的焦虑情绪评分和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孕妇的总体幸福感评分高于对照组，对比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happiness of pregnant women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 x s± ) 
表 1. 孕妇护理前后负面情绪及幸福感的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焦虑情绪(分) 抑郁情绪(分) 总体幸福感(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5 67.32 ± 10.13 28.17 ± 5.36 73.17 ± 13.04 35.03 ± 6.02 85.14 ± 8.13 125.15 ± 9.44 

对照组 35 67.47 ± 10.21 42.78 ± 7.37 73.55 ± 13.01 48.18 ± 7.12 85.66 ± 8.05 102.25 ± 9.02 

t - 0.062 9.485 0.122 8.344 0.269 10.376 

P - 0.951 0.000 0.903 0.000 0.789 0.000 

3.2. 两组孕妇护理满意度的对比 

观察组孕妇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n (%)] 
表 2. 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n (%)]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5 16 (45.71%) 17 (48.57%) 2 (2.86%) 33 (94.29%) 

对照组 35 12 (34.29%) 13 (37.14%) 10 (28.57%) 25 (71.43%) 

χ2 - - - - 6.437 

P - - - - 0.011 

3.3. 两组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的对比 

观察组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among pregnant women [n (%)] 
表 3. 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的比较[n (%)] 

组别 例数 早产 产褥感染 剖宫产 胎儿宫内窘迫 巨大儿 发生率 

观察组 35 1 (2.86%) 0 (0.00) 0 (0.00) 0 (0.00) 1 (2.86%) 2 (5.71%) 

对照组 35 4 (11.43%) 3 (8.57%) 2 (5.71%) 1 (2.86%) 1 (2.86%) 11 (31.43%) 

χ2 - - - - - 9.450 7.652 

P - - - - - 0.002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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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出生缺陷(Genetics)是指胎儿在母体发育时，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功能和代谢异常，以骨骼、消化

道和脉管畸形为主要特征，是出生缺陷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消化系统畸形与染色体异常关系密切。这类

儿童在出生后会出现喂食困难、排便延迟等症状。在临床上，产前诊断筛查是预防和控制新生儿出生缺

陷的二级防控措施，能够对其进行早期诊断，从而降低围产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对促进优生优育和

降低出生缺陷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已知遗传是导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而染色体畸形(如染色体

数量、大片段)是导致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故在出生前对存在染色体畸形的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是预

防其发生的必要措施。但目前临床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在介入性产前诊断中，采用不同的采样方法进行

介入性产前诊断，其手术过程比单胎要复杂得多，极易发生采样失误和术后并发症；因此，实施科学、

规范的整体护理是降低流产率和提高孕妇对临床护理满意度的关键。集束化护理是临床硕士研究生必须

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一门运用最新和最佳证据进行护理实践的行为技能，其中的案例往往遵循循证

护理思维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了常见疾病的护理热点和问题[4]。对优秀案例进行分析、整理，对案例

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并进行动态、新颖性、先进性的设计。经过实践研究后，其结果显示，开展集束化

护理的观察组，孕妇的焦虑情绪评分和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孕妇的总体幸福感评分高

于对照组(P < 0.05)，由此可见集束化护理更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孕妇的心理，能够很大程度上纾解孕妇们

的不良情绪，提升孕妇的总体幸福感；观察组孕妇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也印证了集束化护理

的实施和开展，得到了许多孕妇的支持和肯定；观察组孕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
集束化护理通过精细化的护理细节和规范化的护理流程，让孕妇享受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护理服务，提高

孕妇的身体机能，从而保障孕妇的健康，促进胎儿的正常发育，优化妊娠结局。集束化护理改变了以往

传统护理活动仅限于证据检索的判断，最大程度地预测护理效果，实现了临床实践阶段拓展的目标[5]。
考虑到护理安全管理作为管理、技术和教育对策，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临床差错事故，确保疗效，以防为

本，做好标识、辨识工作，把隐患消除于萌芽。因为疾病的不确定性与生活质量之间既有直接的关系，

也有间接的关系，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中介因素，间接地对孕妇的生育结局产生了影响。

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传统的心理疏导进行了分类，根据个体的心理变化及严重程度，给予相应

的护理措施，挖掘并关注处于困境中的个体自身的能量，从而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减少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这对于手术的顺利进行以及母胎的健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6]。 
综上所述，针对双胎妊娠孕妇的产前诊断，开展集束化护理，有利于改善孕妇的不良情绪，通过更

加精细且专业的护理操作，能够保障护理工作的安全性，从而在根本上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确保

胎儿的健康生长和发育，提高人口增长率，提升孕妇的总体幸福感，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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